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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新时代，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五育并举”教育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因此，要从思想演进、价值审视和实践指引等三个向度重新诠释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从思

想向度看，劳动教育思想可以追溯至《庄子》对劳动及劳动者的描述所蕴含的劳动哲学思想，随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劳动教育思想得到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形成了以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

述为标志的新时代劳动教育思想体系；从价值向度看，劳动教育既具有教育的价值共性，又有自身独

特的育人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从实践向度看，应建立顺应新时代需求的劳动教育制度和内容

丰富的课程体系，并构建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育人效果评价体系，以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五

育并举”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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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提出“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

宏观层面将劳动教育重新纳入“五育”体系。随

后，《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等文

件相继出台，更加明确要把劳动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

教育体系，并对劳动教育进行了系统的顶层设计

和具体的安排部署。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劳动

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标志着高校劳动教育

被赋予了新的教育内涵，承担着新的教育使命。

因此，有必要对劳动教育的思想演进历程进行系

统梳理，对其教育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并提出适

应时代需求的实践策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新的理论遵循。 

        一、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思想演进 

    (一) 源起：《  庄子》的劳动哲学思想 

    劳动教育思想来源于古代智者对劳动的认

知和思考，并逐渐形成了关于劳动的思想。关于

劳动的认知和思考，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儒家、

道家等的作品中，其中，《庄子》关于劳动的思

想最具有代表性。《庄子》用大量的语句来描述

劳动、劳动者的故事，通过对劳动与道德、知识、

身体、审美的逻辑关系描述，来阐明它的劳动教

育哲学[1]。《庄子》中的劳动与道德是基于自然

之道的、强调无荣誉感的劳动道德观念。在《庄

子•德充符》中提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

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 诡幻怪之名闻，

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将孔子与手艺人

叔山无趾做比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关乎善

于劳动与否，与荣誉无关。《庄子》所描述的劳

动与知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劳动的感 

                           

[收稿日期]  2023−02−07；[修回日期]  2023−04−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五育并举’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定位及

实践路径研究”(21JDSZ3173) 

[作者简介]  邱文伟，男，山东滕州人，烟台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联系邮箱：

sdqww1981@163.com 



劳动教育研究                          邱文伟：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三重向度：思想演进、价值审视与实践指引 

 

153

 

 

知，即人们通过参加劳动活动来认知自我、认知

世界，发现真我。在《庄子•大宗师》中提到：“知

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

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

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

也。”体现了人通过劳动认知世界、认知人与自

然的关系及其限度，这是通过劳动认知世界的最

高境界。《庄子》认为，为了达成身心的和谐状

态，人们从事劳动是最顺利的道路。但人们从事

劳动不能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过度劳动，需要适度

和率性，也就是《庄子•山木》中所提到的“形莫

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

劳，则不求文以待形”。通过劳动，能达到身心

和谐的境界。《庄子》中所描述的劳动者参加劳

动的大量生动场景，是人们作为劳动者参与劳动

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即哲学意义上的“认识

论”)、身体性(即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与审

美观(即哲学意义上的情意论)相统一的艺术景

观，也就是《庄子》的劳动美学思想的核心要义。

在《庄子•养生主》中，描述庖丁在从事宰牛这项

颇费体力的工作时，可以达到“手之所触，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 然，

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

会”。这里将劳动描述成类似于艺术享受的过程，

将劳动、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体会等融为一

体，表达了劳动的美感和艺术感[2]。《庄子》注

重对劳动外延关系的论述，其中对劳动与道德、

知识、身体、审美等之间关系的形象描述，蕴含

着深厚的劳动哲学思想，与“五育并举”中的劳

动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思想

根源。  

    (二) 完善：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中国化 

    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是近代以来劳动思想

逐步完善的重要成果，并逐步成为新时代劳动思

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劳动的阐述是基于资

本主义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但又超越经济学的范

畴，上升到哲学范畴，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

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对劳动进行系统阐述，形

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

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

人类通过劳动适应自然，进而改造并利用自然，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这也是人区别于其

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同时，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

系的同时，也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人类通

过劳动的相互性而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劳动便

具有了社会属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工业化进程

中，逐步出现了劳动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人

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

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了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

互作用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

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4]

为解决劳动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劳动者“通过

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

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

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

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5]。人在本性上

是愿意劳动的，人的发展和人的活动要保持一

致，劳动者必须要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 

    马克思劳动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教育实践

相结合，在融合中国传统劳动思想的基础上，走

向马克思劳动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动了劳动教

育思想的演进和完善。在这个时期，劳动教育思

想的发展走向两个维度：政治维度和教育维度。

在政治维度上，劳动教育思想的演进成果集中体

现在毛泽东的劳动教育思想体系上。毛泽东是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推动者，在对马克思的“劳动必须要与

教育相结合”之劳动思想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的中国化。早在

1934 年，毛泽东在对“劳动必须与教育相结合”

进行思考的基础上，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

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

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

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

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

人”[6]，从而提出基于中国国情的“教育要与劳

动相结合”的劳动思想。在抗战时期，所有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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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均开设劳动课，“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劳

动教育场景成为常态，其目的就是通过劳动教育

引导学生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方向，投身

革命事业。1949 年后，毛泽东强调始终“同劳动

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将

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党的教育政策的重要

内容，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

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在教

育维度上，为实现马克思“劳动必须与教育相结

合”的劳动思想，我国近现代的教育家开始了教

育实践探索。民国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

培非常重视劳动和劳动教育，他认为“劳动神圣，

教育普及，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8]，提出“即

工即学”与“工学结合”的主张，在北京大学设

立校役夜班，开展劳动活动实践，并在上海筹备

设立劳动大学，大力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养成

劳动品格。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将劳动教育与生活

教育相互融合，提出“教学做合一”的劳动教育

主张。教育家晏阳初主张“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倡导“培养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

心的人”的平民教育理念。 

    (三) 成熟：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教育发展

战略的视角重新审视、定位劳动和劳动教育，坚

持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立德树人的总

体目标，把劳动教育上升到新的政策高度。习近

平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继

承和发扬马克思和毛泽东劳动思想的基础上，形

成了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思想，已然成为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首先，

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的根源是马克思的

劳动思想。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劳动思想与自身的劳动

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的重要论

述。在习近平青年时期，七年的知青岁月锻造了

他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并使他全面了解了最基

层劳动人民淳朴的劳动美德，对马克思关于“劳

动创造一切”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人

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是财富的

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等重要论述，认为劳动

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与推动

力量，深刻揭示了劳动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

义。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不但具有明显

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更具有中国化特色，是马

克思主义劳动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其次，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的核心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

益，代表着人民的立场。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提出“人民至上”的

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迈

向未来的征程中，“必须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

动者”，要大力“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

障劳动者的权利”。在 2020 年的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

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9] 

    最后，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

劳动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

论述主要体现为：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重视劳动实践等。这也正是新时代劳

动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劳动价值观的最

根本内涵。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实现我们

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

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0]。习近平关于尊重劳动

和劳动者的重要论述，切实维护了劳动者的根本

利益，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

劳动观是劳动者对劳动的根本看法，直接决定着

劳动者的思想认知和行为选择，是整个社会价值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劳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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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的培养，提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实践是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客观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强调的“实干兴邦”理念即是对劳动实践最准确

的诠释。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1]这些重要

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实干兴邦”的劳动实践理念，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 

    二、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审视 

    劳动教育具有教育的价值共性，因其独特的

教育模式和实践形式，其教育价值的内涵显得更

加丰富，特别是其独特的育人价值、文化价值和

时代价值，彰显了劳动教育之于人的价值张力。 

    (一) 育人价值：劳动教育之于人的本体属性 

    劳动教育是众多教育模式中的一种，育人价

值是劳动教育作为教育模式所固有的本质属性，

主要通过两个客观渠道实现这种育人价值，一是

通过劳动手段直接实现，二是通过支持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而间接实现。 

        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将劳动

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确证，是自由的、

有意识的活动，是生命创造性的表现，决定了其

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变

化中，劳动作为一种中介活动，不但具有谋生性，

使人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得以延续和生存，更具

有超越性，即人利用不断进步的劳动技能使自己

成为自然界中的超越自身生物属性的劳动者[12]。

在漫长的劳动实践中，人要不断地与自然环境斗

争，不断地向后代传授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技

能。这是劳动的教育属性的原始存在。随着劳动

技能的进步，劳动分工逐步出现，人与人之间也

因为劳动的分工而出现阶层分化，出现了劳动异

化现象。劳动异化最直接的弊端是对劳动以及劳

动者的异化对待，使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以及体

力劳动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社会贬低，遮蔽了

其本身的育人属性[13]。马克思对劳动异化进行了

坚决的抨击，同时对劳动异化进行了扬弃和超

越，认为劳动是自由自觉的，人的本性是热爱并

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的，应乐享于劳动实践，发

挥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性和劳动本体的教育

属性，实现人的自身提升和发展。 

    在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五育”理论是十分重

要的基本理论，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发挥着

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从工厂

制度中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

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

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

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

由此可见，劳动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重要地

位，是教育实践和实现的重要载体。基于“劳动

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和中国的教育现状，我国

著名的教育学家黄济先生提出了“劳动可以启

智、劳动可以育德、劳动可以健体、劳动可以益

美”的论断，明确将劳动教育置于其他“四育”

之基的位置[15]。因此，劳动教育在发挥自身育人

属性之外，还通过自身的实践性、参与性、包含

性的特征，支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有效

开展，推动“五育”育人体系的建构，间接实现

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 

    (二) 文化价值：劳动教育之于人的思想涵养 

    劳动本身具有文化的属性。在劳动过程中，

在提升劳动技能和适应不同劳动场景的前提下，

劳动开始具有自身的文化，即劳动文化。在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传承中，耕读文化、工匠文

化、田园文化等逐渐形成，并在两千多年的劳动

历史进程中不断凸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劳动

人民。 

    劳动文化是人类在长期从事劳动实践的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既包含

了人从自然界中感知到的自然文化，也包括人与

人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的文化。关于劳动的文化

以及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文化一直是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文化形成的基

础。在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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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广大劳动者，依靠自

身的智慧不断创造着关于劳动的文化。以读书与

农作相结合的耕读文化，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

相互促进，营造和谐温馨的边学习边劳动的美好

场景。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劳动者为了提高劳

动效率，提升劳动技能，通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

了工匠文化。在田间长久劳作的劳动者，为缓解

劳动带来的身体疲劳，在田地里发挥着自身的想

象力，以天地、动物、草木为创造对象，将诗歌、

绘画等艺术形式与劳动巧妙结合，形成了独特的

田园文化。劳动文化一旦形成，劳动者便乐享其

中，并作为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一代又一代

的劳动者传承和发扬，这是劳动教育文化价值的

直观表征。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和劳动教

育的重视，赋予了劳动教育更加厚重的文化价

值。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大国工匠创

新交流大会的贺信中强调：“我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

要，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

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智慧和力量。”劳模精神是指优秀的劳动者

所具有的独特的职业精神，主要包括优良的职业

素养、极强的职业能力、高尚的职业品德等。这

些优秀的劳动者在以劳模精神进行自我规范的

同时，也以其鲜活的个人事迹和价值观念影响和

带动着全社会的劳动者。劳动精神是劳动者在劳

动实践中的一种积极态度，是劳动态度、劳动理

念、劳动认知以及劳动习惯的综合体现。工匠

精神是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的一种精益求精的

精神，是劳动者专业素养、钻研精神、职业追

求的集中体现，其不仅适用于狭义上的工匠群

体，而且泛指一切劳动者的一种追求卓越、超

越自我的特有品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是对新时代劳动者参与劳动实践的充分肯

定，是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有力保障，充分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劳动者的良好的精神特质，是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16]。 

    (三) 时代价值：劳动教育之于人的社会感知 

    进入新时代，劳动教育因其丰富的教育内涵

和育人价值，正在从教育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

同时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体系中逐步凸显其重要意义和特殊地位。梳理

习近平关于劳动及劳动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后可以发现，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

锻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尊重劳动者社会地位等两

个方面。 

        第一，劳动教育是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

手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中，作为时代新人主力军的当代青

年学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重担，需要具备

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担当意识、过硬的本领

能力和不懈的奋斗精神，而劳动教育为锻造时代

新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劳动教育的本体属性和

文化价值通过劳动实践不断输入学生的思想意

识之中，突出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

劳动价值引领，提升学生作为时代新人的思想素

质和价值认同，让广大青年学生认识到：只有通

过参加劳动实践，才能磨炼自身的坚强意志，练

就过硬本领，淬炼出不畏艰难的奋斗品格，增强

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时刻准备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二， 尊重劳动、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

劳动教育的社会价值的根本体现。进入新时代，

随着对劳动教育的重视不断加强，尊重劳动和劳

动者、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已经成为推动社会

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是尊重

劳动和劳动者、提升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倡导者和

实践者，倡导全社会要始终坚持公平正义，排除

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

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青年兴则

国兴，青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少

年培养深厚的劳动情怀抱有殷切期待，“要通过

各种措施和方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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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为

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

高素质劳动者”[17]，“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

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18]。 

    三、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指引 

    教育的根本是实践，并通过实践来实现育人

的根本任务。高校劳动教育虽然经历了颇为曲折

的发展历程，但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关于劳动

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又重新回归高等教育核心

体系，并逐渐凸显出其教育的价值属性[19]。就其

发展逻辑而言，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应以教育

制度建设为基础，着力于建立内容丰富的劳动教

育课程体系和育人评价体系，以此发挥劳动教育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特有的育人

价值。 

    (一) 发挥教育制度的优势以确保劳动教育

实践环节的实现 

    制度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强制

性和规范性是保障个体能动性得以有效发挥的

重要前提。单就制度本身而言，其强制性能够保

障各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贯彻和落实，其

规范性能够保障具体工作的完成质量。除此之

外，制度的潜在引导性和趋向性也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为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方

向。教育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

制度的优势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彰显着其独特的育

人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劳动教育制度决定了新时代大学生对

劳动价值的认知程度、劳动精神的现实状态以及

从事劳动的各项技能水平和能力的高低[20]。劳动

教育实践是劳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发挥教育功能的关键环节，

因此，必须要建立具有指导性、科学性、实践性

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实施制度。 

    首先，必须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

质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劳动教育制度最根本的

优势所在，是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重新走进高等

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是开展劳动教育实践的根

本遵循。而相继出台的《意见》和《指导纲要》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动教育的制度设计和系统

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直观体

现。其次，必须要把“立德树人”作为劳动教育

的根本任务。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

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

这个目标来学。”由此可见，“立德树人”是教

育的根本，也是劳动教育的根本任务。最后，劳

动教育必须在“五育并举”体系中得到应然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明确提出“德

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从教育本身来看，“五

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中，劳动教育

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的重要意义，劳能育德、劳能启智、劳能健体、

劳能益美，劳动教育是“四育”之基，在“五育

并举”体系建设中理应处于重要地位。 

    (二) 构建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劳动教

育课程体系 

    高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场域，而劳动教

育课程是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最重要的实践载体，

如何通过科学的课程体系来实现劳动教育的育

人价值，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就

劳动教育的本体特征来看，应着重从体系架构、

内容形式和实践方案等方面构建科学化、规范

化、体系化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1. 构建“融入式”的劳动教育课程架构 

    就劳动教育本身的特性来看，劳动课程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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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系，同其他“四育”一样，具有其相对独立

的课程结构和组成。但因对其他“四育”具有基

础性的作用，劳动课程又必须置于“五育”语境，

融入高校“五育”课程体系之中，方能体现其教

育价值。首先，劳动教育课程必须融入第一课堂。

《指导纲要》中明确要求：要在大中小学设立劳

动教育必修课程，普通高等学校要将劳动教育纳

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因此，要在课堂教学中单

独设立劳动课程，明确课时要求和学分值，确保

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其次，劳动教育课程要融

入专业教育。高等学校因学生就业导向的现实属

性，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将专业教育设置为核心课

程的内容，而往往忽视了劳动教育、创新教育等

课程设置和相关实践活动的开展，这就导致当前

大学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拈轻怕重

等思想，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高校人

才培养的目标是既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要具

备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劳

动教育的元素，将劳动课程的劳动价值观、劳

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与专业学习相结

合，是培养堪担大任的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21]。

最后，劳动教育课程要融入通识教育。劳动教育

课程本身就属于通识教育的宏观范畴，但现实中

往往被割裂在通识教育之外。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不但关乎大学生的价值趋向选择，更

关乎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劳动教育课

程中的劳动素养、劳动价值观念等元素，不但能

够增加通识教育课程的多样性和活泼性，而且能

有效提升通识教育的育人效果。 

    2. 构建“贯通式”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劳动教育的核心，是劳动教育能

否落地见效的关键。构建“贯通式”的劳动教育

课程内容，主要从教育场域变化和课程内容变化

两个思维视角进行设计和实现。第一，基于教育

场域变化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的贯通。在高等教

育阶段，因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变化，劳动教

育既要考虑由中学到大学的转变和不同，又要兼

顾大学与社会的衔接，因此应构建不同教育场域

相互贯通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虽然当前我们国

家在大力推进综合素质养成教育，但不可否认的

是，在高考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绝大多

数学生的高中阶段依然是应试教育模式占据着

主流，学生在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呵护”下，围

绕着高考这个唯一的指挥棒而学习，无须关注其

他。因此，要在大学生入校阶段，在入校教育和

专业认知教育中单独设立劳动教育模块，引导学

生树立劳动思想，认识劳动的重要性，树立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在毕业阶段，大学生即将走入社

会，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职场环境。在这个阶段，

高校应注重与专业结合的劳动技能教育，在大

三、大四设立劳动技能课，在锻炼学生专业技能

的同时，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劳动精

神，为大学生走好职场之路奠定基础。第二，基

于劳动教育目标实现的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贯通。

劳动教育存在已久，但其理论体系仍不完善。另

外，人们对劳动教育还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即

劳动教育就是劳动实践，就是参加劳动进行劳动

锻炼[22]。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其固有的理论体系，

劳动课程也不例外，只有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

大学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劳动的价值所在，才会

更主动地参与劳动实践。因此，高校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必须以理论知识教育为基础，在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的同时，着重加强对

劳动技能知识的教育，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劳

动实践。 

    (三) 建立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评价体系 

    劳动教育的实施必须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作

保障，只有经过“实践—评价—反馈—优化—再

实践”的动态循环，才能不断完善劳动教育的各

个环节，发挥其应有的育人效果。从评价体系的

内容组成结构分析，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评价体

系主要包括定性指标(社会评价和反馈)和定量指

标(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 

    1. 基于社会评价与反馈的定性指标评价 

    《指导纲要》对社会和家庭参与劳动教育提

出了明确要求：中小学要推动建立以学校为主

导、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协同实施机制，

形成共育合力。相比中小学，高校更侧重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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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形成劳动教育的协同育人

机制。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在参与高校劳动教

育的同时，也在同步接收高校劳动教育的“产

品”—— 走进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经过体系化劳

动教育的大学生能否满足社会的要求？是否与

社会对高校劳动教育的投入相符合？行业企业、

社会机构等自然会有系统的评价，这种评价体系

无法用具体的数值进行衡量，只能通过一段时间

的观察之后，采用比较主观的评价性语言进行描

述，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反馈给高校。定性评

价产生的时间较长，其存续的时间也很长。一旦

社会给予高校劳动教育的定性评价偏于负面，给

高校带来的影响会很大，高校需要付出很多精力

和很长时间进行修正和调整，才能消除社会定性

评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高校应高度重视定

性评价结果，发挥高校与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优

势，使行业企业、社会机构真正成为高校劳动教

育的参与者、实施者、受益者，从而获取社会的

正向评价。 

    2. 基于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的定量指标评价 

    《指导纲要》提出：“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健全和完善学生劳动素

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关

于学生劳动素养状况调查，注重学生劳动观念、

劳动能力、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和品质等的监

测”。可以看出，劳动教育效果评价应该是多元

的，既要有定性的评价体系，又要有定量的评价

标准，即有以学生劳动素养水平为核心指标的定

量监测体系，能及时反映某一特定学段或某一特

定群体学生的劳动教育的效果。在《指导纲要》

中，只是对劳动精神、劳动观念、劳动品质、劳

动能力和劳动习惯等进行了简单描述，对劳动素

养体系的组成及相关职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

规范。因此，如何将其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使

其操作性更强，是当前做好劳动教育评价亟须解

决的问题。有学者开始以指标量化的形式进行研

究，比如蔡瑞林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林崇

德关于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对

大学生劳动素养评价体系进行定量分析，提出了

“5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指标”的定量评价指

标体系[23]。以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作为衡量指标

的劳动教育定量评价，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当前

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效果，找出劳动教育存在哪

些薄弱环节，以便更好地为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提

供科学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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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labor education has been given a new mission and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we should re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out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deological evolution, 

value review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evolution, the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bor philosophical thought contain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labor and workers in Zhuangzi, 
with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tends to mature, which has formed a new era labor education ideological system marked by Xi Jinping 

important statement on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ory, labor education not only has the 

common value of education, but also has its own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 cultural value and era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we should establish labor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and a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with rich content, and construct 

an education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role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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